
《阳明心学》课程标准

课程中文名称：阳明心学

开课院部：校企合作与就业处

任课教师： 吕玲

通识模块：人文经典与文化传承

课程代码：

开课人数：40

学分/学时：2/32

适用专业：所有专业

一、课程性质、目的和要求

王阳明先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争议的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不

朽的圣人。阳明先生创立阳明心学，阳明心学集儒、释、道三家之大

成，是五百年来中国人最精妙的智慧之学。阳明先生自己也在《顺生

录》中提及，他于良知之说，是“从百死千难中得来，实千古圣圣相

传一点滴骨血也”。被《剑桥哲学词典》称为“当代新儒一家他那一

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”的牟宗三先生也把阳明心学判

定为儒家道统的“正脉”。

阳明学，又称王学、心学，王阳明心学继承了陆九渊强调“心即

是理”之思想，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“至理”的“格物致

知”方法，在知与行的关系上，强调要知，更要行，知中有行，行中

有知，所谓“知行合一”，二者互为表里，不可分离。知必然要表现

为行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。



阳明心学的内在结构是良知和致良知经由知行合一而构成的。在

这一结构中，王守仁以心(良知)立言，又以良知释心．心(良知)就构

成了王学的基石。在王守仁看来，心是无所不包的。物、事、理、义、

善，学等都不在“吾心”之外，亦即是“心即理”。但他又认为，“良

知”是心之本体，是人人生而俱来的，先验的，普遍的“知”。这种

“知”是不待虑而知，不待学而能的本然，是“致良知”、为圣的内

在可能性．同时，他又强调“良知”是外在的社会伦理道德与内在的

个体心理欲求的统一(“天理之在人心”)，是与天地万物同体的。正

是这个充塞天地的“良知”(灵明)，才使“我”与万物(包括社会)

无间隔地一气流通，互不内外远近地融为一体．也正是这种天地间活

泼泼的、“个个心中有仲尼”的“良知”，才感召人们去追求那种具

有“凤凰翔于千仞”，“淳德凝道，和于阴阳，调于四时，去世离俗，

积精全神，游行于天地之间，视听八远之外”②的“狂者”或圣人境

界。这就极大地强调了主体意识的能动性，高扬了人格精神的伟大，

成了“致良知”的主体后天努力的内在要求。在这里，王守仁突破了

朱熹那种“天理”的绝对性，从而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。

王阳明心学是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学说之一，后传于日本，对日本

及东亚都有较大影响。在知与行的关系上，强调要知，更要行，知中

有行，行中有知，所谓“知行合一”，二者互为表里，不可分离。知

必然要表现为行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。

阳明心学集儒、释、道三家之大成，是 500 年来中国人最精妙的

神奇智慧。王阳明创立阳明心学，参透世事人心，终成一代圣哲；曾



国藩研习阳明心学，编练湘军进攻太平天国，历时十二年克尽全功，

再造乾坤；稻盛和夫将阳明心学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，缔造了两家“世

界 500 强”企业，成为日本“经营之圣”……

阳明心学内容心即理也、格物致知、知行合一、致良知的核心理

念，构筑了阳明心学的基石是王阳明概括的四句话，即：无善无恶心

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这四句

话后来人们称之为阳明心学“四句教”，也是阳明心学的核心，旨在

让今天的读者轻松领悟阳明心学的神奇智慧精髓，修炼内心强大的自

己，开启与生俱来的正能量，获得幸福完美的人生。

二、课程内容

（一）课程重点与难点

1.心即理也、格物致知、知行合一、致良知的核心理念，

2.“四句教”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

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这四句话后来人们称之为阳明心学，也是阳明

心学的核心，旨在让今天的读者轻松领悟阳明心学的神奇智慧精髓，

修炼内心强大的自己，开启与生俱来的正能量，获得幸福完美的人生。

3.王阳明《咏良知四首》

✮个个人心有仲尼，自将闻见苦遮迷。而今指与真头面，只是良

知更莫疑。

✮问君何事日憧憧？烦恼场中错用功。莫道圣门无口诀，良知两

字是参同。



✮人人自有定盘针，万化根源总在心。却笑从前颠倒见，枝枝叶

叶外头寻。

✮无声无臭独知时，此是乾坤万有基。抛却自家无尽藏，沿门持

钵效贫儿。

学致良知教，求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

（二）课程内容

阳明心学内容

序

号
模块名称 主要内容

课时

1
项目一：

王阳明平生

1.生而不凡 ； 2.年少有为

3.娶妻诸氏 ； 4.步入仕途

5.被贬悟道 ； 6.平定江西

7.平定叛乱 ； 8.立院讲学

9.总督两广 ； 10.病逝归途

11.个人功绩 ； 12.个人作品

4

2 项目二：

圣人之道

1. 王阳明何许人也？

2. 阳明心学是什么？

3. 阳明四句教？

4. 何为圣人？

5. 圣人之道？

6. 科学及儒释道的解释？

7. 王阳明的思想？

2



三、考核办法

过程考核、结果（期末）考核或采用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。

分数=平时考勤和作业 30%+总结感想 70%

四、教法说明

讲解领悟与实际生活相结合

3 项目三：

心即理也

1.心即理也

2.一心三藏

3.平行宇宙

4.无善无恶

5.有善有恶

6.能所双亡

7.三位一体

8.何其自性

9.奇迹世界

10

4 项目四：

四大主题

皆度百岁

天国之恋

随才成就

蒙以养正

4

5 项目五

格物致知

惟精惟一

格物致知

为善去恶

观法无我

4

6 项目六：

知行合一

知行合一

知善知恶

强恕而行

4

7 项目六：

总结

吾性自足

励志勤学

2

8
讨论、考核

2

共计
32



五、学时分配表

第×

单元

周

次

学

时

单元

标题
目标 师生活动

其它（含考核

内容、方法）

1 1.2 4
王阳明平生

了解
讨论、体会、感想

过程考核

2 3 2
圣人之道 理解、感悟 讨论、体会、感想 过程考核

3
4.5.6

7.8
10

心即理也 理解、感悟 讨论、体会、感想 过程考核

4 9.10 4
四大主题 理解、感悟 讨论、体会、感想 过程考核

5 11.12 4
格物致知 功课 讨论、体会、感想 过程考核

6 13.14 4
知行合一 功课 讨论、体会、感想 过程考核

7 15 2
总结 理解、感悟 讨论、体会、感想 过程考核

8 16 2
讨论、考核 讨论、体会、感想 过程考核

七、建议教材与教学参考书

《传习录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

《论语》 人民出版社出版

《中庸》海潮出版社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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